
2025 年同心县教育局普法责任制“四个清单”分解表

序

号 项目 内容清单 措施清单 标准清单

责任清单

普法责

任主体

普法

对象

1

习近

平法

治思

想

习近平法治思想

1.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列入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各

党支部党员学习内容，通过专题会议、专门研讨等

形式，深入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活动。

2.制定学习培训计划，创新方式方法，通过举办培

训班、学习班、研讨班，组织开展多形式、分层次

的学习培训。

3.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列入中小学思政课骨干教师

和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骨干示范培训的必修课程，作

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1.将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普法工

作全局，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落

实。

2.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十一个坚持”局党

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每月突出一个主题开展

学习，每季度安排一次专题研讨。局机关、

教研室、各学校（园）全年至少开展专题学

习、专题培训各 1 次。

3.深刻认识习近平法治思想重大意义，吃透

基本精神、把握核心要义、明确工作要求，

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在学思悟贯通、

知信行合一上见实效。

4.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列入中小学思政课骨

干教师和学校思政教师的教育培训，作为学

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党建办

局 机 关

各股室、

局 直 属

单位、各

学 校

（园）全

体师生

2
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1.结合“12.4”国家宪法日，开展“宪法宣传周”

活动，广泛开展宪法学习宣传教育。2.国家工作人

员依照法律规定开展宪法宣誓活动。3.加强《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中

1.深入学习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国家的根

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国体和政体、公民的基

本权利和义务等内容，教育系统国家工作人

员树立宪法至上的理念，自觉遵守宪法、维

安全股

局 机 关

各股室、

局 直 属

单位、各



国徽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等宪法相关法的学习宣传，

加强日常管理，带头规范升挂国旗、奏唱国歌和悬

挂国徽等行为。

护宪法权威的意识全面提高，对宪法的基本

内容知晓率达到 90%以上。

2.每年组织全县学校在校生开展一次以“学

宪法讲宪法”为主题的活动。

3.教育系统法治文化建设突出宣传宪法，彰

显宪法精神。

学 校

（园）全

体师生

3

中国

特色

社会

主义

法律

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保密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分

裂国家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

1.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

任人职责规定，带头讲法治课、做学法表率，全面

实行领导干部年终述法制度。

2.各级党工委（党组）、党支部每月开展“一月一

法”的学习。

3.在“4.15”国家安全日、“6.26”国际禁毒日、

“民法典”宣传月、保密宣传月、民族团结月等重

要时间节点开展普法学习宣传。

4.把法治教育纳入干部教育培训总体规划，健全完

善干部学法用法培训机制，加强对干部学法用法考

核。

5.大力开展法治文化建设，运用各类媒体、平台、

普法宣传阵地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治信仰。

1.党政主要负责人在年终述廉的同时进行

述法。

2.党工委理论中心组、干部日常学法制度健

全，有学习计划、有明确学校任务、并保证

学习时间和效果。

3.积极利用法律宣传日、宣传周、宣传月等

载体开展法治宣传活动，每年不少于 1 次。

国家工作人员参加现场和网上旁听庭审每

年至少 1 次。

4.机关、校园法治文化阵地建设成效显著，

法治文化氛围浓厚。

安全股

局 机 关

各股室、

局 直 属

单位、各

学 校

（园）全

体师生



国禁毒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等法律法规

4
党内

法规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

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

条例（试行）》《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

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

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

报告条例》《关于新形势

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

准则》等党内法规。

1.把重要党内法规列为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

的重要内容。

2.把学习党内法规作为各党支部“三会一课”内容，

列入每月普法学习。

3.加强清廉机关建设，组织好“廉政教育警示周”

活动，将警示教育纳入干部日常学习。

1.建立党内法规学习宣传责任制，注重党内

法规宣传同国家法律宣传的衔接协调。

2.把党内法规学习与“法律进机关”结合，

组织开展互动性强的主题宣传活动。

3.注重用身边事例、现身说法，切实增强党

内法规学习宣传感染力和实效性。

党建办

教 育 系

统 全 体

党 员 干

部

5

与业

务相

关的

法律

法规

规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法》

1.全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落实《中

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各项规定。坚持普法工作

与法治实践相结合，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的普及宣传贯穿在教育管理和服务的各个环节和

全过程，以施促普。

2．坚持日常学习宣传和专题培训相结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培训纳入各校（园）长和教师

1.局机关工作人员、各校（园）长和管理人

员了解和知晓《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所

明确的教育地位、方针、基本教育制度，以

及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教师和其他教育工

作者、受教育者的权利义务，政府及有关部

门的职责，法律责任等，在管理和服务中能

够按法律规定执行。

教育股

局 机 关

各股室、

局 直 属

单位、各

学 校

（园）全

体师生



的培训内容，组织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的专题培训，确保上述人员了解熟知法律内容，明

确其职责、权利、义务和国家的教育地位、方针、

基本制度等。

3.指导各校（园）采取多种形式，面向学校管理者、

教师、学生和家长或其监护人开展《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育法》的宣传和普及，让其了解和熟知自身的

权利和义务。

4.利用宁夏教育云、同心县教育局微信公众号等平

台，积极组织开展面向社会公众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育法》普及与宣传，提高公众对《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育法》的知晓率。

5.坚持普治并举，推进依法行政、依法治教和依法

治校，推进教育行政执法机制改革，不断提高教育

系统的法治化水平。

2.教育系统教育依法治教的意识普遍提高，

重视运用法律手段解决教育热点和难点问

题，提高教育的法治化水平。

3.科教兴国战略深入人心，社会公众对于优

先发展教育的地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教育方针、受教育者的权利义务知晓率全面

提高。

6

与业

务相

关的

法律

法规

规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

教育法》

1.全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推进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落

实各项法律规定，以施促普。

2.坚持日常学习宣传和专题培训相结合，组织教育

行政人员、义教阶段学校管理人员、教师学习宣传

和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并列

入相关培训，确保上述人员了解和熟知法律内容。

3.指导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采取多种形式，面向适龄

儿童少年的家长及其监护人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

义务教育法》的宣传和普及，让其了解和熟知自身

的权利和义务

1.局机关各股室、局直属单位和学校校长、

教师知晓《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所

明确的职责，遵守和落实各项法律规定，依

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的受教育权利。

2.适龄儿童少年及其家长或其监护人对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的就近

入学、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知晓率显著提

高。

教育股

局 机 关

各股室、

直 属 事

业 单 位

和 义 务

教 育 阶

段 学 校

全 体 师

生



4.坚持普治并举，建立和完善就近入学制度，开展

控辍保学工作，治理乱收费，改善办学条件，保障

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入学，提高残疾儿童入学率，

向适龄儿童少年的家长或其监护人宣传《中华人民

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有关规定。

5.借助新闻宣传媒介平台，采取多种形式，面向社

会公众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普及

法律知识，提高公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

法》的知晓率。

7

与业

务相

关的

法律

法规

规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

年人保护法》

1.指导各学校采取多种形式，面向学校管理者、教

师、学生和家长或其监护人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

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宣传和普及，让其了解和熟知

相关内容。

2.充分利用宁夏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微信公众号等

平台，积极组织开展面向社会公众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普及与宣传，提高公众对《中

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知晓率。

3.加大以案释法工作。选择实践中具有典型指导意

义的案例，积极发挥“八五”普法讲师团成员和法

学专家、普法志愿者、法律顾问、法治副校长的作

用，通过法治视频讲座、法律进校园、法律服务等

形式，为师生宣讲社区矫正典型案例，以身边人说

身边事，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进行特色宣传。

4.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

关于教育部门的职责，联合有关部门做好未成年人

权益保护工作。

1.局机关各股室、局直属单位和各学校校

长、教师知晓《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

护法》所明确的职责，遵守和落实各项法律

规定，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

人合法权益。

2、局机关各股室、局直属单位、政府教育

督导部门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

人保护法》中关于教育部门的职责。

3.未成年人及其家长或其监护人对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关于教育部

门的职责的知晓率达到 80%以上。

安全股

局 机 关

各股室、

局 直 属

单位、各

学 校

（园）全

体师生



8

与业

务相

关的

法律

法规

规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

法》

1.全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依法落实

教师资格制度、教师奖惩制度、教代会制度、教职

工申诉制度等法律规定，以施促普。

2.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纳入教师培训内容，

加大对新入职教师的普法宣传教育，提高教师依法

维护权利、履行义务的素养和能力。

3.借助各种媒介，利用教师节等开展《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师法》的专题宣传，提高公众对《中华人民

共和国教师法》的知晓率。

1.局机关各股室、局直属单位人员和学校教

职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知晓率达

100%。

2.每年开展一次庆祝教师节活动。

3.教师依法维护权利和自觉履行义务的意

识全面提高。

4.提高公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的

知晓率。

人事股

局 机 关

各股室、

局 直 属

单位、各

学 校

（园）全

体师生

9

与业

务相

关的

法律

法规

规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

教育促进法》

1.指导各学校采取多种形式，面向学校管理者、教

师、学生和家长或其监护人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

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宣传和普及，让其了解和熟知

相关内容。向家长宣传法律的重要意义、地位作用

和核心内容，引导家长树立科学教育观念，理性确

定孩子成长目标，切实履行家庭教育主体责任，用

正确的思想、方法和行为教育未成年人养成良好思

想、品行和习惯。加强家校沟通，向广大家长宣传

“双减”等重大教育政策，引导家长理解和支持学

校工作。

2.充分利用宁夏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微信公众号等

平台，积极组织开展面向社会公众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普及与宣传，提高公众对《中

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知晓率。

3.加大以案释法工作。选择实践中具有典型指导意

义的案例，积极发挥法律顾问、法治副校长等的作

用，通过法治视频讲座、法律进校园、法律服务等

1.教育行政部门和各学校要将学习和宣传

贯彻家庭教育促进法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家庭教育重要论述相结合，与深化

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相结合，与加快建设高质

量教育体系相结合，不断提高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水平。

2.推动各学校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纳入学

校工作计划，建立健全家庭教育指导教育委

员会、家长学校、家委会、学校公开日、家

长会、家访等工作机制。

培 训 中

心

局 机 关

各股室、

局 直 属

单位、各

学 校

（园）全

体师生



形式，为师生宣讲典型案例，以身边人说身边事，

身边事教身边人，进行特色宣传。

10

与业

务相

关的

法律

法规

规章

《教育督导条例》

1.组织专题培训，对教育行政部门管理人员、政府

教育督导人员、责任督学进行教育督导条例的轮

训。

2.教育督导评估与普及教育督导条例相结合，每年

开展的教育综合和专项督导评估，将普及教育督导

条例作为其首要内容，面向督导评估对象进行宣

讲。

3.发布教育督导评估信息、指标体系和报告，引导

社会工作关注教育督导评估、普及教育督导制度及

内容。

4.借助各种媒体平台，面向公众宣传和普及《教育

督导条例》。

1.新任教育督导人员、督学至少接受过一次

以上条例的专题培训。

2.教育督导部门人员、责任督学对本条例及

其内容的知晓率达到 90%以上，具有依法履

行教育督导职能的能力和良好水平。

3.教育督导评估对象了解教育督导制度及

督导评估范围、有关评估指标、权利和义务，

知晓率达到 90%以上。

4.公众关注教育督导评估，知晓教育督导制

度。

督导室、

各 学 校

（园）

督导室、

各 学 校

（园）全

体师生


